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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流本科教育】 

举办“教学节” 设立“教学奖” 评选“教学型教授” 

华中师大：千锤百炼出“金课” 

   在 9 个智慧教室一同开讲线性代数，创下同时带 8 个班、学生平均成绩高出其他班 20

分的纪录。”谈及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教师代晋军，很多教师、学生都会竖起

大拇指为其教学能力点赞。这个学期，代晋军继续创新教学方式，采用信息化技术以“1+N”

的模式带了 15个班。 

  这是该校实行本科教学改革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华中师大从营造教学环境、变革教

学理念、创新评价方式、发展教师能力等 8 个维度重构本科育人体系，通过组建本科生院、

实施小班化互动式教学、开设“教学节”、设立“教学创新奖”等手段，推进教育内容、教

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加速本科教育“四个回归”。 

  制度设计之变—— 

  打造“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全新导向 

  “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校长。这个校长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整个学校的党政、

学院领导班子。”在近期的教学节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赵凌云多次要求，“教师的主业是

教学，科研的目的是为教学服务，不上课的教授就是不合格的教授。” 

  自 2015 年起，华中师大每年都举办教学节，开展教学工作坊、技能竞赛、公开课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倡导教师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鼓励师生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以打造“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全新导向。 

  教学的基本载体是课堂，为将课程炼成“金课”，该校研制出台 A、B、C 三类教学课程

资源规范，对所有课程采取“建设—应用—认证—资助”的模式：任课教师对课程建设完成

后，学校将组织校内外专家通过课堂听课、问卷调查、资源认证等方式对课程进行验收，目

前已认证 A类课程 32门、B类课程 184门、C类课程 245门，累计资助教师 984万元。 



  “现在花在教学上的时间，是以前的两到三倍，但也收获了很多。”有教师感慨，首先

是自己的教学能力得到了提升，其次是学校在考核体系上也逐渐向教学倾斜。 

  几个明显的变化是：学校管理层听课评课常态化制度化；将课程建设及应用列入职称评

定条例；依据教学能力评选“教学型教授”；开展了三届“本科教学创新奖”评选，一等奖

奖金 10万元，一等奖课程成为全校教学改革创新示范课。 

  “新考核方式更公平，也更能锻炼人。”该校第二届本科教学创新奖一等奖获得者田媛，

组建团队研发出集课堂签到、答题、讨论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学互动工具“微助教”，打造师

生互动、同伴互助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不做低头族，真正融入信息化时代的高效课堂。截至

目前，“微助教”已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中推广，累计超过 300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教学方式之变—— 

唤醒每位教师的教学创新意识 

  “木棉不喜欢一方攀附、单方痴恋、一味奉献的爱情，但为什么一定要致橡树，而不是

樟树、榕树？”记者在华中师大文学批评课徐敏老师的课堂上，看到所有学生都在低头“玩

手机”。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都在忙着查资料、答题—— 

  “橡树有着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更贴近男性形象„„” 

  “木棉生长在南方，橡树根植于寒冷的朔雪之乡，两者的反差更给人以冲击感„„” 

  “‘橡’字是去声，读起来更有韵律感„„” 

  原来，这是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设计上，课程教师徐敏

注重融合创新信息化手段，打造适合在线学习和混合式教学的课堂，把学生从“填鸭式”的

课堂讲授中解放出来；在课前还会收集学生在上节课呈现的教学大数据，分析不同学生的思

维方式和课前预习情况，据此将 30 余名学生分成 6 个小组，发挥教师讲与自己学，组员间、

小组之间相互学的多重效用。 

  “自学校对教师的督导、激励方式增多后，教学环境正促使着我们不断变革教学模式，

调整知识点讲授方法。”徐敏告诉记者，她还将学术科研问题糅进课堂教学，并通过课堂反

馈情况进一步反哺科研，以建立起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良好互动。 

  因教学创新成果显著，徐敏获评“本科教学创新奖”以及“教学型教授”。在华中师大，

像徐敏这样的教师还有很多，目前该校共评选出教学创新奖 57 个，带动 249 名教师积极参

与课堂教学方式改革。 

  此外，学校对教师教学技能的培训也越来越丰富，4 年通过研讨会、海外研修等方式共

组织培训教师 1500 余人次。近日，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公示，华中师范大学

获得特等奖。 

  学生评价之变—— 

  激发每名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 

  “学生们穿着用兽皮缝制的装束，时而模拟鸟兽生殖繁衍，时而进行图腾崇拜、祭祀祈

雨，时而生产劳动、狩猎自娱„„”这是华中师大中国古代舞蹈史课堂上的一幕。该校舞蹈



学专业学生不再需要通过卷面考核，而是以形象注解理论、舞蹈演绎历史的方式交出期末答

卷。 

   课程教师梁宇告诉记者，“从原始时代的《半坡祖妣》舞，到浪漫狂放、衣袂飘飘的

《楚腰》舞，最后到明清时期婉约清丽的《挽扇》舞，通过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专业实

践融为一体，深入挖掘理论课堂的内涵，拓展其教学深度，才能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加立

体、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自教学改革以来，科目考核方式变得愈加多样化：以往以一张考卷为主，现在出勤率、

课堂研讨、论坛发言、平时作业、课下实践都被记录下来，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全过程观

察、记录，作出综合性评价。 

  “谁在金钱背后露出狰狞诡异的笑？谁在油灯下编撰着千万种获利的法典？为挣脱剥削

者施加的沉重枷锁，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丁茜老师的思政课

堂上，历史文化学院 2016 级学生黄怀滑在学校配发的《课堂学习手册》上记录所思所想所

得。 

  “课前，我们须通过‘云课堂平台’做足预习；课中，提出疑难点、查找资料、参与讨

论、完整记录学习过程；课后，跟随老师做科研、参与社会实践。”黄怀滑说，“这些全都

是期末考核的组成部分，精细化的考查方式完全扭转了我们过去散漫的学习习惯。” 

  学生评价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学风的改变，华中师大学调查显示：学生近 5 年在各级学

科大赛中获奖 1026 项，经常性自主网络学习的比例高达 85%，学习积极性和满意度连续 5

年提升。 

  “立德树人为本，本科教育是根。”在赵凌云看来，本科教学改革永远处于进行时，学

校还要进一步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将“重视教学、崇尚创新”

的育人文化氛围融入贯穿教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教育报》2019年 1月 29日 作者：程墨 毛军刚 党波涛） 

 

【新动态】 

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 。日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结合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介绍“双万计划”“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思路和实施方案。2019 年到 2021 年，教育部将分三年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可概括为一个总体部署、三项核心任务、一次质量革命。一个总体部署是全面推进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振兴本科教育，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项核心任务是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面向所有高校、所有专业，

全面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一流基地。一次质量革命是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的“质量中国”品牌，全面实现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校参与“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必

须全面落实“以本为本、四个回归”。二是积极推进“四新”建设。紧扣国家发展需求，积

极发展新兴专业和大力推进专业建设的新要求，开展课堂革命，引领人才培养方向。三是不



断完善协同育人和实践教学机制。积极集聚优质教育资源，着力推进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强化实践教学，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

成度和社会满意度。四是努力培育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质量文化。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教育部》） 

C9+ 商学院联盟成立 。日前，由清华经管学院和管理硕士国际联盟联合主办的 2019

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暨 C9+商学院联盟成立大会举办。C9+商学院联盟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商学院、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共 10所中国商学院联合发起成立。C9+商

学院联盟旨在通过联盟成员的密切协作和互动，举办 C9+ 商学院联盟院长研讨会，探讨和

交流商学院面临的各种问题、挑战及解决办法，为中国的商学院领导者提供一个高水平的交

流平台，推动中国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清华大学新闻网》） 


